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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传统文化复兴的推动之下，“汉服热”也随之
兴起。越来越多人入了“汉服坑”，这也使得汉服妆
造师这一职业应运而生。汉服妆造师大多都是年轻
女性，既要熟知不同朝代的经典妆容造型，又要与时
俱进掌握新的流行趋势，可谓是新生代的“弄潮儿”。

走进惠山古镇的一家汉服体验店，映入眼帘的
是满墙的汉服，款式和种类颇多。“如果喜欢端庄大
气的造型的话，可以考虑明制的服饰，也有其他可爱
风格的可供选择。”妆造师欣怡正在耐心地为一对婆
媳提供指导意见。

定下服装才只是起了个好头，欣怡的拿手好戏
在于妆容和发型的塑造上。“不同朝代的衣服，适合
的发型和妆容都不一样。比如像坦领唐风装，一般
都会做成盘发；走可爱风，扎对称的发型更显活泼年
轻。”欣怡介绍说，头发的打底是很显功力的一环，头
发较短或太长都是相对难处理的，顾客原生发和假
发一定要和谐，才能使得发型还原度更高。一个精
致的妆造需要花费超过两个小时，遇到周末和小长
假，每天都要做五六个妆造。

完成一天的工作之后，为了能掌握更多的妆容
和造型，欣怡就算躺在床上也会习惯性地翻看和学
习热门的新妆造。对于像她这样的老手来说，一个
新的发型基本上看一遍流程也就学得七七八八了。

别看现在欣怡对各类妆造技巧都很是得心应
手，其实在前期的学习和实践屡屡碰壁则是常态。
据欣怡回忆，她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对于汉服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毕业之后进了一家影楼工作，但影楼格
式化的造型和妆容，让这个爱创新、有主见的女孩兴
趣全无。自那之后她就正式转行做起了汉服妆造，
至今已是第四个年头了。在她看来，虽然汉服妆造
师的职业门槛不高，但在入行之前，每个人都需要花
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去学习，“当时我跟着有

‘天下第一梳’美誉的杨树云老师学汉服妆造，一课
难求，课程费用自然也不便宜。”

对于很多年轻的女孩子单凭一股子热血就扎进
了这个行业，其实是很不理智的，当兴趣变成一份工
作的时候，往往会有很多想象不到的困难。欣怡向
记者坦言：“汉服妆造师的招聘几乎只会选择有经验
的人，初学者和小白很难找到工作。同时，干这一行
的收入也是不稳定的，一般都会根据客流量而定。”
因此不少行业前辈建议，如果真的很想尝试汉服妆
造师这一职业，不妨先从兼职开始做起。

（晚报记者 毛岑岑 殷婉婷/文、摄）

又到五四青年节！如今，年轻人不再只把“诗和远方”挂在嘴上，而

是更独立、更强调个人的兴趣和价值。越来越多的职业经历了从无到有、

从小众到大众的过程,青年人对于职业的选择也变得丰富。

这些年轻人的“新职业”，你体验过吗？

“这只叫弟弟，这只叫里昂，就是电影
《这个杀手不太冷》里的里昂，起这个名字
是因为我们希望它能长得强悍一些。”猫不
二猫舍的主理人童浩一边逗弄着怀里的芭
比诺精灵耳无毛猫，一边介绍着猫舍其他
的“猫大人们”。

大学主修市场营销专业的童浩从小爱
猫，学生期间就在南京农业大学兽医站实
习过一段时间，“我和伙伴们在无锡已经有
四家猫舍了,当初纯粹是因为自己的兴趣
爱好。创业嘛，肯定会遇到困难，但只要看
到这些毛茸茸的小猫咪，和一群喜爱猫咪
的人在一起，我就觉得很幸福。”

“我的客人里年轻人比较多，他们没有
把猫当成宠物，而是当成家人一般珍视。
所以每当给猫咪找到合适的主人，我都觉
得很有成就感。”童浩介绍说，猫舍除了寄
养、给猫洗澡、卖猫咪用品等服务外，还会
提供给猫咪找新家的服务，“我们对买家是
有一定要求的，主人一定要对猫咪好、有爱
心，饲养时的猫粮我们也会和他讲好规格
标准，保证猫咪必要的生活条件。”翻开童
浩的朋友圈，都是他和猫咪主人的合影，

“像这只暹罗弟弟，带走它的还是我的初中
老师呢，好有缘。”

“你看这只缅因猫，虽然长得凶巴巴，
但性格特别好。我们每天给它们清洁、消
毒、喂食，俗称‘铲屎官’。”猫舍95后店员呱
呱一边铲猫砂，一边安抚着小猫，动作娴
熟。“他们家小哥哥给猫洗澡动作可轻柔
啦，还会拍‘出浴照’给我，我常来这里。”采
访中，顾客吴女士对猫舍的服务给出了好
评。童浩表示，他对店内的员工并没有学
历、专业上的要求，“现在喜欢猫咪的年轻
人很多，我们的店员也都是‘95后’，招聘员
工对专业性要求不高，但一定要有责任心
和爱心，热爱这个行业。”

“你就是才回青丘的小狐狸吧？来，
尝尝辛嫂自家种的灵果儿！”“谢谢辛嫂，
我 叫 午 越 ，银 屏 ，我 们 不 用 付 钱
吗？”…… 在这段配音中，声优“二姐将
离”在“辛嫂”“午越”“银屏”这三个角色
中切换自如，“这是我自己写着玩的本
子，三个人都是我配音的。”

“二姐将离”本职是一名品牌经理，
从17岁就开始接触声优行业，“那个时
候是自己做动画但是找不到人帮我录
音，于是就自己配了起来。后来在大学
时期接触到了网配圈，也认识了很多的
配音高手，就慢慢在这行做起来了。”

从业余网配到专业配音的转变历程
其实很艰辛，“二姐将离”在回忆起学习
配音的那段时间满满都是感慨：“我在武
汉读书的时候进了一家工作室，老师是
非常资深的配音，教了我很多技巧。老
师不断地告诉我，想要脱颖而出，除了扎
实的基本功，还要有万年龙套的坚守，要
到处带作品去试音，去推荐自己。努力
加实力再加上运气才可能被选中、被看
见。”

和“二姐将离”业余时间接单做声
优不同，“陈词”是一名全职有声主播。

“我也不是专业学播音的，很多人问我
有声行业有没有门槛，其实是有的。首
先你的普通话要标准，其次你还得有

‘戏感’，就是你的声音要有真实情感和
对角色的代入感。”在问及有声行业的
收入和网上一些“声音课程”是否靠谱
时，“陈词”表示现在有声行业的竞争其
实十分激烈，“有不少专业的主持人也
加入到这个行业了，所以那种网上‘声
优轻松月入过万’的说法是不靠谱的。

‘小白’入行没有资源的话，你可能都接
不到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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